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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普遍偏

低，对科学知识缺乏充分的理解，以致公众

易受到各种偏激舆论和不良思想的影响，对

一些社会事件和现象产生非理性的判断。这

种判断加剧了人们对社会关系中一些基本价

值观和信念的怀疑，更为严重的是在一定程

度上动摇了社会普遍信任的基石———脱域机

制。吉登斯在对现代性论述中，认为现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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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脱域机制视域下我国科学普及的反思及运用，论述了以理性为主的科学思维在社会基本信任

遭到冲击的情况下，重构社会普遍信任基石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普及不仅仅是知识的普

及，更重要的是科学理性思维的培养和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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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是在脱域机制下开展进行的，信任是其能够

正常运行的基础，离开了最基本的信任，人们

的生活将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1 脱域机制理论对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影响
1.1 脱域机制是构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石

脱域机制是由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

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在其所著的 《现代

性的后果》 一书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所

谓“脱域” （disembeding） 就是把人的社会活

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从有限的地方性场景

中“剥离出来”，使其内容日益摆脱现实条件

的束缚，从而能够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距

离去重新联合、组织、融合[1]73-74。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脱域机制，吉登斯把社

会系统的脱域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象

征标志” （symbolic tokens），即通过“符号”

把特定的信息传递出去，长久以往，人们对这

种符号产生信任和依赖，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考

虑特定符号所处的具体场景以及处理这些符

号的主体 （个人或团体） 的特殊品质，譬如货

币。在现代社会，货币已经独立于它所代表的

商品，表现为纯粹的信息形式，它作为交换的

“符号”使得不直接接触的个体之间能够完成

种种交易，从而使交换摆脱了具体时空条件

的限制，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现代社

会的另一种脱域机制的类型是“专家系统”

（expert systems），它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

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制着我们

生活于其中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2]。

它的作用就是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

离出来。例如，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由一系列

的专家系统组成，我们在学校读书就进入了学

校的专家系统，我们去医院看病就进入了另一

个专家系统，我们遇到法律问题、金融问题、

健康问题，都要去请教专家，我们使用的电

脑、居住的房屋、驾驶的汽车等都与专家系统

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里，专家系统已渗透到

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象征标志和专

家系统为主要内容的脱域机制是现代社会的重

要特征，是现代社会得以构建的重要基石。
1.2 社会普遍信任是脱域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

社会普遍信任是人们基于长期的社会生活

实践，从而对维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及信念产

生的不容置疑的肯定和信赖，它可以是有意识

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

统为主要内容的脱域机制要对社会生活起到

根本性作用，离不开人们对这种体系的普遍

“信任” （trust）。货币能够流通是因为人们相

信货币的价值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肯定。尽管公

众对医学知识的了解是有限的，但人们依然可

以放心地去医院看病，这也都是基于公众对医

院专家系统的普遍信任。正是凭借着无数的符

号系统和专家系统以及人们对这些系统的普

遍信赖，人们才可以方便、快捷地处理好工

作、学习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整个社会

也能够良性运作。此外，由于社会普遍信任与

时空中的缺场、现代性的风险以及人不可能成

为通才等因素相关，社会关系的再生成也需要

社会普遍信任的有机黏合。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社会普遍信任对脱域机制的运行才起到了

关键的保障性作用。

2科学普及“嵌入”脱域机制理论的社会契机
2.1 负面社会事件频繁发生

近些年，发生了一系列的与人们生活息息

相关的社会热点事件。正如一名网友在自己的

微博中用调侃的语气所写：这是一个科学普及

的春天———汶川大地震，我们学习了建筑学；

三聚氰胺事件，我们学习了化学；苏丹红，带

来了食品学；杭州 70 码飙车案，提供力学研

究的教材；乐清钱运会事件，音频分析技术的

范本；上海大火则是火灾学；2011 年，所有

网民主动自学铁路前沿技术和火车逃生；到了

2012 年，全民恶补气象学。很明显，这些社

会事件，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给人们的社

会生活带来了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

但是最为严重的影响莫过于它们对社会普遍

信任体系的动摇，以及由此引发对脱域机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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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困惑和不安。

正如前文所论述，脱域机制在现代社会的

正常的运行离不开社会普遍信任。社会普遍信

任，促使人们与所谓的“专家系统”之间签订

了某种契约，这样人们才可以放心地进入其系

统。可见社会普遍信任是其能够运行的有力保

障，但是一旦这种基于社会普遍信任的契约遭

到背离，信任的基石就会产生动摇，整个社会

生活系统面临灾难性的崩溃将难以避免。2011

年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就

是一个有力的证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

铁路交通事故，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动摇了人们对

动车安全的信任，并引发了对高铁安全的担忧。

2012 年的哈尔滨“8·24”高架桥垮塌事故及其

处理过程也是对“专家系统”的一次致命打击。

在某种层面上，这种动摇是整个社会对专家系

统的不信任，对脱域机制的困惑和不安。人们

之所以去坐动车、去户外运动就是因为他们相

信整个专家系统是安全的、可靠的，是值得充

分信任的，但是频繁的事故使得公众普遍信

任产生动摇，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系统，所

以对高铁、对专家怨声载道也就不足为奇了。
2.2 公众科学素养相对较低

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主要内容的脱

域机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社会

得以构建的重要基石，因此，脱域机制亟需化

解由当前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带来的负面影

响，重构社会普遍信任体系。反思近年来发生

的相关社会热点事件，之所以许多事件最终动

摇社会普遍信任体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

对科学知识了解还不够深入，人们的科学素养

亟需提升。在 2007 年的华南虎照片事件中，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就认为，事情根

本到不了需要请诸多专家来论证的地步，而

有关方面到现在还坚持认为照片没有造假，

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在 2011 年的“抢盐

事件”中，由于对食用盐缺乏基本了解，加之

对核辐射核污染的一种本能的恐惧，导致短期

内的“抢购潮”。这些都是缺乏基本科学素养

和科学思维能力的具体表现。

3 科学普及反思的重点领域
3.1 知识准确性的困惑

尽管当前社会热点事件产生的负面效应为

科学普及“嵌入”脱域机制提供了社会契机，

但真正化解这些负面社会效应，修补或重构社

会普遍信任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有很

多困难需要克服和思考。知识的准确性就是首

要解决的困难之一。

对于 2011 年的“7·23”甬温线特别重大

铁路交通事故事件，有不少网友认为铁道部应

该大力普及有关动车组和高铁的知识，让民众

消除疑惑，知道高铁技术是安全的，可放心地

去乘坐。但仔细思考此次事件，对高铁的社会

普遍信任的重构，仅靠向民众普及动车高铁的

有关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这正如出现了

“伪养生”事件就要普及养生的科学知识，出

现了“三鹿奶粉”事件就要普及有关食品安全

的科学知识一样，会犯“南辕北辙”的错误，

是一种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方子。人

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知识是无穷无尽的，

科学普及也是没有终点的。在这一过程中，很

多知识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为“在现代性的

条件下，客观物质世界变化的程度与速度是以

往传统社会无法比拟的，因而人类对客观物质

世界的认识必然也是不稳定的、多变的，现代

性的反思事实上削弱了知识的确定性”[1]75。知

识是变化着的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

世界了解的不断深入，知识的不确定性、非普

遍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那种带有确定性、

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也越来越少。因此，仅

仅普及现有的动车和高铁的有关知识无异于是

“授人以鱼”，不是长久之计，也远远不能够满

足人们的需求，当人们遇到其他事件的时候还

是会出现错误的认识，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

怎样才能夯实信任基石，而使其永久不动

摇，真正“授人以渔”呢？答案是，只有培育

科学理性，提高社会科学能力和公众的科学

素养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3.2 科学普及重在培养科学理性思维

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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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科学技术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直接

的、实用的价值；另一部分是科学精神、科学

思想、科学方法等，是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认

识方式，是促进人类挣脱黑暗与愚昧的一种智

慧[3]。科学普及不仅应该普及科学知识，更应

该去普及这些以科学知识为载体的科学精神、

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等，从而培养人们的科学

理性思维，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一样，其发展都是有规

律的，而这种规律性的知识是可以被人类所掌

握的，这就是科学理性思想。众所周知，西方

的文艺复兴运动、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和德意志

的宗教改革，在塑造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起

到了极大的作用———文艺复兴提倡人性的回

归，启蒙运动更是高举理性的大旗，要求一切

都要回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接受审判。启蒙思想

家要求人们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的盲从，

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蒙

昧的状态，从而使神秘的宗教世界图景得以

彻底瓦解。在这种理性思想的指引下，社会的

科学能力不断提高，新的发现，新的技术，通

过科普不断传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从

而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质和识别能力，使整个

社会向着理性的方向前进。

理性的意义在于对自身存在及超出自身

却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负责。以理性为判断

与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源泉和标准，是科学普

及在脱域机制中修补或重构社会普遍信任体

系最本质的方法。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

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

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科学

的普及需要强化理性原则，使人们在理性原则

的指导下，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照世界本来的

面目去认识对象世界并且验证对象世界，从而

摆脱愚昧、习惯、传统，甚至迷信，从而客观

公正地去看待现实世界。正如康德所说:“启

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

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

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

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

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

用自己的理智！”[4]

如果公众不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

法，那么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所谓科学知识只能

是一些没有证据的论断，公众也必然会缺乏分

辨科学与伪科学的能力，最终那种以象征标志

和专家系统的脱域机制也必将失灵，社会生活

将陷于混乱之中。
3.3 科学普及现实的紧迫性

当前，我国社会尤其需要培养科学的理性

思维。根据中国科协在京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公

众具备的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 3.27%，

仅相当于日本 （1991 年为 3%）、加拿大

（1989 年为 4%）、欧盟 （1992 年为 5%） 等主

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

代初的水平，与美国相比更是差距悬殊 （2000

年为 17%）。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

们对科学精神的缺失和漠视，因此也就不难想

象，伪科学为什么在我国有着极为“广阔”的

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张悟本会成为京城最贵的

“养生名医”，一张挂号费价值 2 000 元、咨询

日程已排满 2012 年的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前，我国正处于国际上所谓的人均

GDP1 000 美元 ~3 000 美元的“不协调因素活

跃期”，公民科学素质不高，将严重影响到我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脱域机制的基础性功能也

在不同程度上受削弱。因此，基于脱域机制基

础上的科学普及亟需加强推进。

4 基于脱域机制的科学理性思维的培养途径
为了修补或重构社会普遍信任体系，确保

脱域机制正常发挥其基础性功能，当前需要做

的并不是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而应该通过

各种渠道向公众展示科学发现真实而曲折的

历史和可能的误解，以及深藏于科学活动内

部的理性思维方式。培根说，知识的力量不仅

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

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科学普及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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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就是把人类已经掌握的科技知识和生产

技能，以及从科学实践中升华出来的科学思

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和途

径传播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讲，基于脱域机制的科学理性思维的培养归

根结底是科学普及的反思性运用。其培养途径

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加强科学普及创作队伍的建设。我

国科普创作人才匮乏，没有大师级的科普作

品，科普专业队伍薄弱，素质欠缺。国外许多

著名的科学家在他们学术上有所建树和突破以

后，常常会写一本科普读物向社会介绍他们的

研究成果，而且每年都要做几次科普演讲或广

播。学术论文的读者和学术报告的听众总是很

有限的，但科普文章的读者和科普广播、讲演

的听众却数以万计，影响也相对于论文和报告

更加广泛与深远。2002 年出现的“霍金现象”

以及 《时间简史》 的畅销，便很好地说明了科

普作品对科学普及的影响[5]。因此，我国应该

加强科普创作队伍的建设，激励广大科普创

作者勤奋创作，向社会推出更多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思想艺术性较强的科普作品，从

而激发广大民众对科学的兴趣，于潜移默化

中培育民众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这也是

对“专家系统”这种脱域机制类型的巩固和

强化。

二是经验思维与理论思维的培养。经验思

维是人们运用自己亲身感受、直接体验以及传

统观念进行的非规范化、非模式化思维活动。

它能帮助人们认识和把握具体的事物、现象

及其外部联系。理论思维是指人们运用科学理

论把握事物的整体、本质和发展态势，它可以

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预测

未来，显示出科学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恩格斯

将思维美誉为“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社会

普遍信任的重构，科学思维不能缺席。鉴于青

少年思想尚未成熟，对事物的辨别能力较弱，

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因此，应该通过科

学普及向青少年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

学精神，从而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

值观和人生观。重点要培养广大青少年的科学

思维能力，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技的兴趣和好

奇心，在基于科学探究的科普活动上使青少年

学生能够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做出判断

和行动，从而培养青少年独立思考及动手能

力。一方面，要通过教学活动充实青少年的科

学理论知识，提倡学生要有怀疑精神，多问些

为什么，明白理论提出的来龙去脉，既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多思考些

怎么办，使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基本的科学研究

方法，积累相关经验教训，从而激发和提高他

们的经验思维频次。

三是加强科学态度与科学习惯的培育。科

学态度是科学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科学

态度的基础问题是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转化

为相应的科学习惯。在叙述或分析问题时必须

先弄清事实，从事实出发得出结论，要经过实

践的检验。这要求民众面对一件公共事件时养

成分析研究的科学习惯，而不是道听途说、人

云亦云。在社会普遍信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通过每一个人的科学思考与分析来重构。随着

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正以多样化的方

式快速、便捷地进行科学普及，如报刊、广

播、影视、互联网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为科学普及提供了全新的载体，网络科普

成为新时期科普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大

众传媒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积极充当教育者的

角色，实行解释性报告，进行科普教育，正确

引导舆论，引起民众对事件的反思。因此，要

积极发挥大众传媒的科学普及优势，传播科学

思维理念与习惯方法，从而提高公众对科学工

作的理解。

5 结论
综上所述，科学普及在脱域机制理论的反

思性运用，不仅为科学普及提供了新的理论基

础和视角，而且推动了在哲学层面上对传统科

学普及工作的深刻反思。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以

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为主要内容的脱域机制

之上的，脱域机制能否顺利发挥其基础性功能

张红方 脱域机制视域下我国科学普及的反思及运用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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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决定着社会的前进与倒退，决定着人们日常

生活的便捷与畅通。因此，科学普及要通过培

养公众科学理性的思维，积极主动地化解社会

热点事件带来的负面效应。在这方面，科学普

及的任务既是无比光荣，但也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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